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壮大富民产业 推进乡村振兴
——贵阳贵安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

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

贵州考察时指出，要因地

制宜发展现代山地特色

高效农业，培育具有持久

市场竞争力的特色主导

产业。要完善利益联结

机制，在产业发展中促进

群众增收致富。

产业是乡村振兴的重

中之重，承载着农民的美

好愿景和期盼。近年来，

贵阳贵安始终坚持以“强

省会”行动为引领，着力

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

农业，以产业振兴推进乡

村全面振兴。

4 月 3 日，走进乌当区羊昌镇贵州华宇天晨

农业集团有限公司食用菌种植基地，16 个种植

大棚沿着道路整齐排列。大棚内，猴头菇、鹿茸

菌、银耳等 20 余种食用菌长势喜人，工人正在其

间采摘、管护。一旁的实验室内，技术人员在培

育液体菌种，准备发往各个基地种植，现场井然

有序、忙而不乱。

“我们羊昌基地已经采收好几轮了，现在留

下的食用菌主要是科普展示之用。”贵州华宇天

晨农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彭鹏说，进入 4 月，

几乎每天都有 100 多名学生到基地里研学，学习

食用菌相关知识。

“家门口就有班上，谁还出去打工？”正在基

地里管护菌棒的胡艳说，以前，她在外做销售，

不但离家远，还不方便照顾孩子。现在，她每天

从家里到基地上班，只要 5 分钟左右，工资待遇

不比在外务工差。

正在基地采收杏鲍菇的邓秀梅说，她之前也

在外做销售，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，为了照顾父母

孩子，经常请假回家。“现在基地就建在家门口，不

仅上班近，每天工作8小时左右，工资100元到150

元一天，也有了更多时间照顾父母孩子。”

彭鹏介绍，公司采用“公司+农户（合作社）”

的模式，在全市推广种植食用菌，并向周边农户

统一供应菌棒、提供技术指导，保底回收成品菌，

实现企业发展的同时，也能帮助当地群众增收。

据了解，乌当区2024 年正式引进贵州华宇天

晨农业集团有限公司，在羊昌镇建设了16个标准

化食用菌种植大棚，共种植120万棒食用菌，每年

可实现3季高效采收，预计年产值12.5亿元。

“公司总部设在羊昌镇，食用菌种植基地分

布在乌当区、开阳县和修文县等地，其中，羊昌

镇主要为食用菌研发、种繁基地。去年，我们在

全市推广种植了近 1 万亩食用菌，带动约 4000 人

次就近就业。”彭鹏说，目前，公司已形成研发、

生产、加工、销售的食用菌全产业链，通过贵阳

冷链物流快速直达北上广深等市场。

食用菌产业是乌当区的特色农业产业之

一。近年来，乌当区围绕“蔬果药花茶”的产业布

局，因地制宜发展食用菌产业，并持续完善利益

联结机制，促进农村群众增收致富。今年一季

度，乌当区培育发展食用菌种植经营主体 17 户，

食用菌产业主要分布于羊昌镇、新堡乡、下坝镇、

新场镇等地，种植面积达 1200 余亩，带动农村群

众就近就业500余人，人均增收3000元以上。

春天，是播种的季节，但在贵阳贵安，也是

收获的季节。时下，在黔中大地，贵阳各地群众

通过产业带动，不仅实现“家门口”有活干，还当

上了“老板”，荷包也像发酵的面团，一天天鼓了

起来。

聚焦特色做强县域经济

3 月 26 日，来自武汉、郑州、贵阳的 3 位国家

级猕猴桃种植专家，深入修文县的田间地头，为

全县 60 余名农技干部、种植户代表现场传授“硬

核”技术、答疑解惑。

“专家老师的课讲得非常细，清晰易懂，对我

们提升猕猴桃的产量、品质有很大的帮助。”修文

县长兴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龙辉说。

上世纪 80 年代末，修文县立足自身地理优

势精准定位，将猕猴桃产业确立为全县山地特

色产业重点打造，但传统的种植方式和管理模

式让产品逐渐失去竞争优势。“过去靠经验种

果，产量上不去，品质不稳定，市场竞争力不

强。”龙辉说。

转机来自持续的科技攻关。近年来，在省

农业农村厅和水果专班的大力帮助下，“贵州修

文猕猴桃研究院”和“中国—新西兰猕猴桃‘一

带一路’联合实验室贵州中心”成功落地修文，

为当地猕猴桃产业注入了前沿科研力量和先进

种植技术，让传统果园焕发新生。

“以主干环剥技术为例，一亩地的环剥成本

20 元左右，但平均每亩可增产 5%，增收 300 元左

右。”龙辉说，在接受专家指导、试验成功后，他取

得了“亩产冠军”的称号，也成为了技术带头人，

带动周边农户学习先进技术，共同增产、增收。

除了为产业注入强大的“科技力量”，修文

县还将目光聚焦在果园提质增效工程上，按照

“一园一策”原则，扶持生产经营主体做精做细。

在数智化发展方面，修文县与贵州大学、省

农科院等单位合作，建立智慧果园示范点和猕

猴桃分布式云平台管理示范点，研发山地农机

智能调度大数据平台，推动猕猴桃产业向数字

化、智能化迈进。

在人才培养与技术普及方面，修文县持续

开办家庭农场、猕猴桃种植、电商等培训班，并

创新技术推广方式，让广大农户随时掌握各项

关键核心技术，及时运用到产业生产中。

在产业后端的加工环节，修文县构建了规

模庞大的贮藏保鲜库集群。目前，全县已建成

贮藏保鲜库 400 余座，容量达 2.9 万吨，拥有猕猴

桃分拣线 10 条，日分拣能力达 300 吨，其中智能

光电分选包装线 1 条，实现对猕猴桃进行精细化

分拣和包装。

此外，修文县大力扶持精深加工企业发展，

现有精深加工企业 5 家，开发了猕猴桃酸奶、果

汁、果酒、果冻等高附加值产品，深受市场欢迎。

去年，修文县猕猴桃挂果面积 13 万余亩，鲜果产

量稳定在10万吨以上，品牌价值达30.78亿元。

接下来，修文县将继续聚焦猕猴桃产业强

链延链补链，推进果园提质增效、金融服务创

新、产销体系优化、品牌价值提升“四大工程”，

不断增强竞争力，实现可持续发展，为经济社会

发展和农民增收作出更大贡献。

科技赋能乡村产业振兴

游客在花溪区孟关乡红星村梦恋·莓草莓基地采摘草莓。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春明 摄

贵州人酷爱吃鸡，几乎每个地方都有其独特

的辣子鸡烹制方法。但是，贵州长期属于肉鸡净

调入省份。为改变这一现状，贵阳高位谋划，引

进龙头企业，发展肉鸡产业，为全省提供源源不

断的“辣子鸡”，而清镇市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
多年来，清镇市肉鸡产业产值和产能均稳

居全省第一。这一成绩的取得，离不开清镇市

独特的区位优势，离不开龙头企业的带动，更离

不开清镇市持续加码的产业扶持政策。

“黄金一小时圈”区位优势突出。作为距离

贵州肉鸡主力消费市场贵阳主城区仅一小时车

程的“黄金养殖地”，清镇市土地、运输等成本相

对较低。看中贵州肉鸡市场的客商纷至沓来，

共同做大养鸡产业。

产业扶持政策持续加码。清镇市出台了多

轮肉鸡产业扶持政策，为农民发放鸡舍建设补

贴，为农民的银行贷款贴息，为适宜养鸡的村集

体提供资金，有力推动肉鸡产业发展。

利益联结机制成熟可靠。温氏食品集团股

份有限公司、贵阳德康家禽养殖有限公司、贵州

大兴伟业牧业有限责任公司等养鸡龙头企业入

驻，为清镇市肉鸡产业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

经验。这些企业采用“四提供—回收—确保”的

模式，即向养殖户提供鸡苗、饲料、药品、技术，肉

鸡养成后全部回收，并确保养殖户每只肉鸡获利

2 元以上。这一模式有效保障了企业和农户的利

益，使得双方合作越来越顺畅，肉鸡产业规模不

断扩大，品牌影响力日益增强。清镇麻黄鸡入选

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，成为贵阳市首个获得

绿色优质农产品相关认证的畜禽类产品。

目前，清镇市年产肉鸡可达 3000 万羽、年产

值可达 15 亿元，建立涵盖注射疫苗、戴脚环、抓

鸡、铲鸡粪、运输、清洗鸡舍等环节的 66 支社会

化服务队伍，参与肉鸡养殖的村集体 30 个、农民

逾 3000 人，规模化养鸡家庭年均增收 11 万元以

上，与当地肉鸡品牌“晓屯 882”联名的餐厅数量

增至百家，肉鸡产业的产能产值、专业化程度、

带动效果、品牌影响力等均在贵州首屈一指。

未来，清镇市计划将肉鸡年产能提升至 5000

万羽，年产值提升至 25 亿元以上。同时，还将补

齐屠宰产业链短板，投资兴建肉鸡屠宰及加工项

目，实现从出售整鸡到出售鸡翅、鸡腿、鸡胗、鸡

血、鸡爪、鸡脖子等深加工产品的转变，进一步释

放产业附加值，让更多农民分享发展红利。

联农带农共享发展红利

4 月，虽已是草莓季末，但草莓种植

大户徐正奎却没有停下忙碌的脚步，处

理季末草莓、培育下季种苗、开展轮

作试种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
来到位于花溪区青岩

镇的正奎草莓基地，整齐

的草莓垄上，还有季

末的草莓正在开花结

果。草莓苗间隙，

黄豆苗和白菜

正 茁 壮 成

长 ，这 是

花溪区试

点推行

的草莓

轮作新方法。

“过去，收完最后一茬草莓，大棚就会空

置。今年，第一次在空置期间开展轮作，不仅

能解决草莓重茬障碍、提高资源利用率，又能

增加亩产收入，是个有用的好法子。”正奎草莓

基地负责人徐正奎说，今年 3 月，他在自家草莓

基地选取 20 亩试种黄豆、白菜等作物，目前，长

势良好。

一直以来，草莓都是花溪区农业的主导产业

及优势产业之一，是贵阳市乃至贵州省的草莓主

产区。在花溪，这颗“小草莓”不仅鼓起了莓农的

“钱袋子”，更拓宽了乡村振兴的“新路子”。

徐正奎正是因草莓致富的众多受益者之

一。在草莓基地，徐正奎算了这样一笔账：草莓

园约 80 亩，每亩产量约 3000 斤，因每年草莓价

格略有不同，每亩地至少有 5 万元的产值。一年

下来，少说也有 300 万元的收入，带动周边村民

就近就业逾万人次。

莓农记“小账”，产业算“大账”。去年，花溪

区草莓产业年产值约 3.5 亿元；全区草莓种植主

体共计 211 个，其中，企业、种植大户和家庭农场

主体数量占全区主体的 16.57%；每年可带动当

地农户务工约 33 万人次，带动农户务工收入约

3960 万元。

这一项项数据是草莓产业助推富民强区的

有力证明，而这一张亮眼的产业成绩单，离不开

花溪区一次接一次的探索创新、一步接一步的

攻坚突破、一轮接一轮的优化升级。

花溪区发展草莓产业已逾 40 年，但多以散

户为主，存在标准化程度低、销售渠道有限、贮

存运输不便等问题，导致草莓品质不稳定，果农

收入不高，产业发展未能达到理想状态。

花溪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黎旋介绍，花溪区

先后发布了“花小莓”草莓区域公用品牌，推动打

造具有标志性的农业龙头品牌；引进草莓高架水

肥一体栽培，减少土传病害；推广脱毒苗，提高种

苗质量；成立草莓专家站，推广新技术，研发新品

种；成立草莓产业联合会，打破“单打独斗”的局

面……通过一项项切实有效的举措，解决草莓产

业发展面临的一个个困境，让“花小莓”在市场竞

争中崭露头角，找准立足之地。

未来，花溪区将继续在种苗、种植、销售、加

工、品牌等方面发力，突破传统种植单一的“一

产”发展模式，推动“接二连三”加快融合，实现

培育一种水果、振兴一项产业、带动一方发展。

创新引领蹚出富农新路

农 户

在 贵 州 华 宇 天

晨 农 业 集 团 有

限 公 司 乌 当 区

羊昌镇食用菌种植基地采摘食用菌。

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黎荣 摄


